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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典型草原主要食草动物（绵羊、达乌尔黄鼠 和 亚 洲 小 车 蝗）的 食 性 及 其 种 间 生 态 位 变 化 与 草 原 退 化 的

关系，以内蒙古典型草原为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３年７－８月运用饱和链烷技术研究羊草群落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达

乌尔黄鼠和亚洲小车蝗的食性及其生态位变化。结果表明，随牧压的增大，群落中羊草和克氏针茅的数量减少，星

毛委陵菜比例增加；随牧压的增加，绵羊采食黄囊苔 草 的 比 例 显 著 增 加，在 重 度 放 牧 区，绵 羊 没 有 采 食 西 伯 利 亚 羽

茅和米氏冰草，而是增加了对星毛委陵菜的采食；达乌尔黄鼠在围栏内采食羊草的比例显著高于围栏外放牧区；但

在围栏内没有采食米氏冰草、黄囊苔草和星毛委陵菜；围栏内无法捕捉亚洲小车蝗，在放牧区亚洲小车蝗对克氏针

茅的采食随牧压的增加显著降低，但增加了对米氏 冰 草 和 星 毛 委 陵 菜 的 采 食。三 者 同 时 采 食 羊 草 和 糙 隐 子 草，且

对羊草的选择性指数最高；随牧压的增大，绵 羊 的 生 态 位 宽 度 变 宽，而 达 乌 尔 黄 鼠 和 亚 洲 小 车 蝗 的 生 态 位 宽 度 变

窄，三者生态位重叠程度类似。因此，重度放牧改变了 羊 草 群 落 的 植 被 组 成，使 其 演 替 为 星 毛 委 陵 菜 群 落，从 而 导

致了草地的退化，而鼠类和蝗虫的危害则加剧了草地的退化演替，三者对草地资源的共同掠夺导致草原严重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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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然草原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干扰，放牧家畜频繁的啃食和践踏不仅改变了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种类组成，也决

定了群落的演替方向［１，２］，同时，依附在草原上的其他小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以下统称食草动物）也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草原群落的演替［３－５］。相反，植被群落的变化也影响着食草动物群落与种群结构的改变［６－９］，二者互为因

果又相辅相成，这种关系形成了不同放牧强度下草原特有的生态系统。在该系统中，食草动物对食物资源相互竞

争，出现生态位重叠与分化现象［１０］。如偶蹄目动物驼鹿与狍子、驼鹿与马鹿、绵羊与山羊、绵羊和驯鹿、藏绵羊与

普氏原羚等的营养生态位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１１，１２］，它们对食物资源存在严重的竞争。再如内蒙古荒漠草原啮

齿目动物草原黄鼠与短尾仓鼠、小毛足鼠、五趾心颅跳鼠、五趾跳鼠和子午沙鼠的空间生态位几乎完全重叠，存在

严重的资源利用竞争［１０］。而内蒙古典型草原达乌尔黄鼠与达乌尔鼠兔生态位重叠程度最大，与布氏田鼠重叠度

最小［１３］。前人对内蒙古典型草原１１种蝗虫营养生态位进行了研究，其中亚洲小车蝗与白边雏蝗生态位重叠度

最高，与短星翅蝗重叠度最小，并且按营养生态位分化划分为５个不同的营养需要类群［１４］。以上这些研究主要

集中在同一类物种内，对不同类食草动物种间生态位变化及相关关系研究较少，如反刍动物与啮齿目动物生态位

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研究［１５，１６］。而草原上反刍动物、啮齿目动物、无脊椎动物的食性及生态位变化共同决定着草

原的演替方向，但这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上述研究是采用植被样方法、胃内容物显微组织学分析法以及嗉囊内含物显微分析技术等传统的方法进行，

这些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是测定精确度不高，或是实验繁锁、工作量大、费用昂贵、难以控制等［１７］。而链

烷技术是一项测定食草动物食性食量的新技术［１８，１９］，目前被认 为 是 一 种 估 测 食 草 动 物 食 性 食 量 最 为 精 确 的 方

法［２０，２１］，且成功估测了放牧家畜对多种牧草的采食［２２，２３］，但在啮齿动物和无脊椎动物食性食量估测方面未见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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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蒙古典型草原研究主要集中于放牧强度研究［２４］、群落多样 性 研 究［２５］、放 牧 对 草 地 影 响［２６］以 及 啮 齿 动

物、蝗虫种群结构及其对草地的危害上［２７－２９］，对放牧家畜、啮齿动物、蝗虫三者食性及其生态位关系研究未见报

道。

本研究以内蒙古典型草原羊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群落为研究对象，运用链烷技术研究不同放牧强度下绵羊

（Ｏｖｉｓ　ａｒｉｅｓ）、优势鼠种达乌尔黄鼠（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ａｕｒｉｃｕｓ）、优势蝗虫亚洲小车蝗（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食性变

化及营养生态位关系，以揭示天然草原放牧演替规律，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原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２００３年７－８月选择在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羊草样地（北纬４３°３２′５９″，东经１１６°

４１′３７″，海拔１　２６０ｍ，年降水量平均为３５０ｍｍ）进行。羊草样地自１９７９年围封以来一直处于未利用状态，面积

４００ｍ×６００ｍ，内部约有８６种植物，分属于２８科６７属，其中常见者约４５种左右。以根茎禾草羊草占显著优势，

其次为大针茅（Ｓｔｉｐａｇｒａｎｄｉｓ）、洽草（Ｋｏｅｌｅｒ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和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等，这些禾草构成了群落

的主体，其重量比率达６０％以上。禾草以外的杂类草种类约７５种，草群高度５０～６０ｃｍ，盖度３０％～４０％，多雨

年份可达６０％～７０％［３０］。根据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多年的长期监测资料，牧草一般在４月中下旬返

青，８月中下旬地上生物量达高峰，９月中下旬枯黄，生长季１５０ｄ左右［３１］。土壤为暗栗钙土，土层深１００～１５０

ｃｍ，土壤有机质层厚２０～３９ｃｍ。土壤粘粒平均为２１％，砂粒为６０％。样地以外南侧的草地长期处于自由放牧

状态，根据离开村庄（饮水点）距离的远近，出现了中度放牧利用和重度放牧利用区域。

１．２　试验设计

１．２．１　自由放牧绵羊食性研究　对天然草原自由放牧的家畜而言，放牧梯度等级的确定最好是根据离开水源的

距离来确定［３２，３３］，该试验的放牧强度是以离开村庄或围栏距离的远近来选择不同放牧压力的试验小区，在羊草

群落中，重度放牧区（ＨＧ）选择离村庄１．６ｋｍ以内，中度放牧区（ＭＧ）离村庄１．６ｋｍ到３．２ｋｍ，无牧区（ＮＧ）在

围栏内［３４］。因为当地牧民的家畜晚上都圈于圈中。试验从７月２０日开始到８月８日结束，为期２０ｄ。试验开

始在每个放牧强度下的放牧区内随机布置１０个１．０ｍ×１．０ｍ的网笼，试验结束后，笼内的植物齐地面刈割，并

在笼外随机做１０个１．０ｍ×１．０ｍ的样方，用笼内外地上生物量的差值来估测绵羊所食牧草的种类。

１．２．２　优势鼠种食性研究　采用４号木板夹，在不同牧压区域进行鼠类取样，夹距５ｍ，行距５０ｍ，共３行，每行

１００夹，共放置３００夹，从７月２７日 开 始 连 续 测 定３日，在 每 日 的 上 午 和 傍 晚 查 夹 并 取 鼠，每４０夹 的 面 积 为１

ｈｍ２，３日连续夹捕数目可视为样地鼠密度。捕获的鼠经熏蒸灭蚤（疫）后，统计鼠的种类和数量，以计算鼠的密度

及优势鼠种比例（表１）。在羊草群落的围栏内，鼠的密度最大，主要鼠种为莫氏田鼠，在围栏外放牧区，鼠的密度

大大降低，但主要鼠种为达乌尔黄鼠；在放牧区域达乌尔黄鼠数量最多，为优势种。然后在实验室解剖达乌尔黄

鼠并取其胃内含物。

表１　不同放牧强度鼠种的密度及其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放牧强度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鼠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ｅ

（只 Ｈｅａｄ／ｈｍ２）

达乌尔黄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莫氏田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黑线仓鼠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ｃｅｔｕｌｕｓ　ｂａｒａｂｅｎｓｉｓ（％）

其他鼠种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ｃｅ（％）

ＮＧ　 ８６．９３　 １．２　 ９６．２　 ２．１　 ０．５

ＭＧ　 ３．７３　 １００．０　 ０　 ０　 ０

ＨＧ　 ７．０７　 ９４．３　 ０　 ３．８　 １．９

　ＮＧ：无牧区Ｎｏ　ｇｒａｚｉｎｇ；ＭＧ：中等放牧区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ａｚｉｎｇ；ＨＧ：重度放牧区 Ｈｅａｖｙ　ｇｒａｚｉｎｇ．下同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４０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１．２．３　优势蝗虫食性研究　运用扫网的方法测定草

原蝗虫的种类和密度，从７月２７日开始连续３ｄ在不

同牧压试验区内随机取２０个点，每点向外辐射扫１０
网，共计２００网，统计蝗虫种类与数量，计算蝗虫密度，

确定优势蝗虫种并在笼内关养１ｄ，以便收集其粪便。

试验区不同牧压下优势蝗虫均为亚洲小车蝗（表２）。

１．３　样品采集和处理

１．３．１　植物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在不同放牧压力下

的试验区内，从７月２４日开始至２６日，沿２条１００ｍ
样线分别做１０个样方（１．０ｍ×１．０ｍ），每 个 样 方 间

隔１０ｍ。样方内植物齐地面刈割，分种称量鲜重后，

在６５℃烘箱中烘干至恒重，称量干物质量。取相对生

表２　不同放牧强度蝗虫的密度和亚洲小车蝗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放牧强度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蝗虫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成虫Ａｄｕｌｔ／

２００网Ｎｅｔｓ）

亚洲小车蝗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

亚洲小车蝗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成虫Ａｄｕｌｔ／

２００网Ｎｅｔｓ）

ＮＧ － － －

ＭＧ　 ４０．８　 ４１．５　 １６．９

ＨＧ　 ３９．３　 ５６．８　 ２２．３

物量大于０．５％的每种牧草约２０～２００ｇ过１ｍｍ筛粉碎，分析其链烷含量。

１．３．２　羊粪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试验开始，在试验区域随机选择１０只绵羊，带上集粪袋，７ｄ后开始收粪，连续

收集３ｄ新鲜羊粪并置于６５℃烘箱中烘干，然后将每只绵羊的粪便分别混合均匀，粉碎过１ｍｍ筛，分析其链烷

含量。

１．３．３　鼠胃内含物取样与处理　对试验期内所取的达乌尔黄鼠进行解剖，取胃内含物，并按放牧梯度混合胃内

含物，在６５℃烘箱中烘干，粉碎过１ｍｍ筛，分析其链烷含量。

１．３．４　蝗 虫 粪 便 取 样 与 处 理　试 验 期 内 每 日 上 午９：００－１１：００期 间 扫 网，取 优 势 蝗 虫 种 成 熟 个 体 约１５０头

（雄∶雌＝１∶１），放置在笼中（１．０ｍ×０．５ｍ×０．５ｍ），不加任何食物，从１２：００开始每隔６ｈ收集１次粪便，共

收集４次，粪便样品在６５℃烘箱中烘干，分析其链烷模式。

１．４　样品分析

植物与粪便样品链烷模式分析方法参见刘贵河等［３５］的方法进行分析。

１．５　数据处理和分析

１．５．１　采食牧草比例计算　对放牧绵羊、优势鼠种和优势蝗虫的牧草采食比例采用最小平方优化程序Ｅａｔｗｈａｔ
软件进行计算［３６］。

１．５．２　多样性指数和选择性指数计算　采用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１９４９）计算多样性指数，公式为：

Ｈ＝－∑
ｓ

ｉ＝１
Ｐｉ×ｌｎＰｉ

式中，Ｈ 为多样性指数，Ｐｉ 为第ｉ种物种在群落中的相对生物量［３７］。

选择性指数（ＳＩ）又称偏嗜性指数，是指食物中某种牧草占的重量百分率与群落中该种植物占的重量百分率

的比值。用公式ＳＩ＝Ｄ／Ｐ计算。式中，Ｄ为食性中牧草的百分数，Ｐ为群落中牧草的百分数［３８，３９］。

１．５．３　营养生态位计算　食草动物营养生态位宽度采用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信息指数计算，生态位重叠指数采

用Ｈｕｒ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８）重叠指数计算，计算公式分别为：Ｂｊ＝－∑
ｒ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和Ｏｉｋ＝∑

ｒ

ｊ＝１

Ｐｉｊ×Ｐｋｊ
Ｃｊ

，式中，Ｂｊ 为生态位宽

度；Ｏｉｋ为生态位重叠指数；Ｐｉｊ为ｉ食草动物利用ｊ资源的比例；Ｐｋｊ为ｋ食草动物利用ｊ资源的比例；Ｃｊ 为第ｊ个

资源状态的相对多度［３７］。

１．５．４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所有数据用Ｅｘｃｅｌ计算并形成图表。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放牧强度下植物的种类组成及其群落中主要植物链烷模式

根据植被样方，羊草群落中共有１２～２７种植物，但其中７种植物的地上生物量占整个群落生物量的９６％～
９９％以上，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其中优势种羊草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降低，而星毛委陵菜却有所增

加，并且在重度放牧区变成了优势植物种（表３）。对群落中所有植物样品进行了链烷模式分析，发现所有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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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奇数碳链的浓度高于偶数碳链浓度，并且优势链烷

为Ｃ２７、Ｃ２９和Ｃ３１，链烷模式存在种间差异（表４）。

２．２　不同放牧强度下３种食草动物的食性及其对牧

草的选择性指数

根据放牧前后笼内外牧草生物量的差异结合链烷

技术，可以估测出绵羊采食了４～５种植物，随牧压的

增加，黄囊苔草采食比例显著增加，但在重度放牧区，

绵羊没有采食西伯利亚羽茅和米氏冰草，而是增加了

对星毛委陵菜的采食；达乌尔黄鼠主要采食３～６种植

物，且在围栏内采食的羊草显著高于围栏外放牧区；但

在围栏内没有采食米氏冰草、黄囊苔草和星毛委陵菜；

由于围栏内植被盖度和高度相对较高，蝗虫很难被捕

捉，故此，无牧区无法得知亚洲小车蝗的食性，在放牧

表３　不同放牧强度下主要植物种及其干物质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

植物种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放牧强度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ＮＧ　 ＭＧ　 ＨＧ

西伯利亚羽茅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１４．８８　 ２．４９　 ０．０３

米氏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ｉｃｈｎｏｉ　 １．７０　 ８．１０　 １．３９

黄囊苔草Ｃａｒｅｘ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５．９５　 ６．８１　 ６．６６

糙隐子草Ｃｌｅｉｓｔｏｇｅｎｅｓ　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５．６３　 ３２．９７　 ２４．９１

羊草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２．１９　 １８．７９　 ６．１１

星毛委陵菜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ｃａｕｌｉｓ　 ０．０６　 ０．０１　 ４２．４２

克氏针茅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３６．０１　 ３０．４９　 １８．２３

总生物量比例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ＤＭ　 ９６．４２　 ９９．６６　 ９９．７５

区亚洲小车蝗主要采食３～５种植物，其中对克氏针茅的采食随牧压的增加显著降低，但增加了对米氏冰草和星

毛委陵菜的采食（表５）。不同牧压下，绵羊对牧草的选择性指数不同（表６），绵羊对黄囊苔草和羊草具有很高的

选择性，表现为随牧压的增大其选择性指数上升；达乌尔黄鼠则优先采食糙隐子草和羊草，尽管其在群落中的数

量随牧压的变化而变化，但达乌尔黄鼠对其具有极高的选择性（表６）；亚洲小车蝗对羊草和克氏针茅优先采食，

并且在重度放牧区对米氏冰草优先采食（表６）。

表４　主要植物种链烷模式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ａｌｋａ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ｇ／ｋｇ　ＤＭ

植物种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２１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２５ Ｃ２６ Ｃ２７ Ｃ２８ Ｃ２９ Ｃ３０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５ 总和Ｔｏｔａｌ

西伯利亚羽茅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３　 １６　 ４　 １３　 ３　 ５１　 ２３　 １２５２　 １２　 ５２　 ３　 １３　 ０　 １４４５

米氏冰草Ａ．ｍｉｃｈｎｏｉ　 ０　 ６　 ４　 １０　 ２　 ４３　 ４　 １８５　 ８　 ５２１　 ８　 １００　 ３　 ８９４

黄囊苔草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３　 ４　 ２　 ５　 ３　 ２８　 ８　 ４９１　 ２９　 ８４８　 １４　 ７５　 ３　 １５１３

糙隐子草Ｃ．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５　 ７　 １　 ８　 ３　 ４２　 ６　 １５９　 ８　 ２６５　 ８　 ９２　 ５　 ６０９

羊草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３　 １　 ４　 １　 １０　 ２　 ２８　 ３　 ７６　 ３　 ２２　 １　 １５５

星毛委陵菜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１　 ３　 ２　 ８　 ２　 １３４　 ２１　 １１５９　 １８　 ３５５　 ６　 ３６　 ８　 １７５３

克氏针茅Ｓ．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５　 ５　 ２　 １０　 ３　 ４９　 ６　 ３２１　 ２２　２０１４　 ２０　 １５３　 １４　 ２６２４

　注：Ｃ２１～Ｃ３５分别为碳原子数２１～３５的链烷，如二十一烷和三十五烷。

　Ｎｏｔｅ：Ｃ２１－Ｃ３５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ａｌｋａｎ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２１－３５ｃａｒｂｏｎ　ａｔｏｍ，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ｅｎｅｉｃｏｓａ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ｔａｔｒｉａｃｏｎｔａｎｅ．

２．３　不同放牧强度下主要植物种生态位宽度

不同放牧压力下，同一植物种的生态位宽度是不同的，生态位宽度较大的植物种是群落中的优势种或建群

种。本试验区优势种为羊草和克氏针茅，但由于放牧利用，糙隐子草演变为次优势种，在过度放牧区星毛委陵菜

变为优势种（表７），其他种则是群落的伴生种。

２．４　不同放牧强度３种食草动物营养生态位宽度及其重叠度

３种食草动物在不同放牧压力下，其营养生态位宽度是不一样的（表８），随牧压的增大，绵羊的营养生态位变

窄，而达乌尔黄鼠和亚洲小车蝗的生态位变宽，这与食草动物的选择性采食和群落中地上生物量有关。生态位重

叠程度反映了物种间对资源利用的相似程度，同时也反映它们之间的潜在竞争程度。３种食草动物在羊草群落

中生态位重叠度类似（表９），说明３种草食动物对资源的利用程度相似，竞争较为激烈。结合３种食草动物对牧

草的选择性指数（表６）分析，三者对羊草的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对糙隐子草的竞争。

６０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表５　不同放牧强度３种食草动物食物组成（平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Ｅ）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ｌｋ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植物种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绵羊Ｏ．ａｒｉｅｓ

ＭＧ　 ＨＧ

达乌尔黄鼠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ＮＧ　 ＭＧ　 ＨＧ

亚洲小车蝗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ＭＧ　 ＨＧ

西伯利亚羽茅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１．６±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米氏冰草Ａ．ｍｉｃｈｎｏｉ　 ８．０±１．８ 　　　０ 　　　０　 ２．１±０．２ａ １．２±０．２ａ 　　　０　 ２．７±０．２

黄囊苔草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２８．４±２．１ｂ ４２．６±２．２ａ 　　　０　 ２．４±０．７ａ ２．１±０．２ａ 　　　０ 　　　０

糙隐子草Ｃ．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１４．７±０．２ａ １９．８±１．２ａ １２．４±２．１ａ ５２．１±２．８ａ ４８．０±２．２ａ ２４．２±１．２ａ １８．７±１．２ａ

羊草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４７．３±１．７ａ ３３．３±１．５ａ ６６．５±３．１ａ ２９．１±１．６ｂ １６．３±１．４ｂ ３３．９±２．１ａ ２３．２±１．２ａ

星毛委陵菜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０　 ４．４±０．２ 　　　０ 　　　０　 ２２．４±１．２ 　　　０　 ３１．１±２．２

克氏针茅Ｓ．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０ 　　　０　 ２１．１±２．４ａ １４．３±１．８ａ １０．０±０．８ａ ４１．９±２．４ａ ２４．３±２．１ｂ

　注：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表６　不同放牧强度３种食草动物对牧草的选择性指数（ＳＩ）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ＳＩ）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植物种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绵羊Ｏ．ａｒｉｅｓ

ＭＧ　 ＨＧ

达乌尔黄鼠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ＮＧ　 ＭＧ　 ＨＧ

亚洲小车蝗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ＭＧ　 ＨＧ

西伯利亚羽茅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０．６４ － － － － － －

米氏冰草Ａ．ｍｉｃｈｎｏｉ　 ０．９９ － － ０．２５　 ０．７２ － １．９４

黄囊苔草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４．１７　 ６．４０ － ０．２９　 ０．３０ － －

糙隐子草Ｃ．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０．４５　 ０．７９　 ２．１３　 １．６１　 １．９７　 ０．７３　 ０．７５

羊草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５２　 ５．４５　 ２．０８　 １．５４　 ２．６２　 １．８０　 ３．８０

星毛委陵菜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 ０．１０ － － ０．５２ － ０．７３

克氏针茅Ｓ．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 － 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５５　 １．３７　 １．３３

３　讨论

放牧家畜食性的变化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牧草

的适 口 性、物 候 期、形 态 学 特 征 及 气 候、地 形 等 因

素［４０］。当放牧地牧草资源（地上生物量）丰富时，放牧

家畜能够选择喜食的牧草种，反之，家畜就被迫采食先

前不喜食的植物种，尤其在重牧区［２］。本试验研究得

出了相似的结论，随牧压的增加，群落中优质羊草的比

例下降（表３），但绵羊对羊草的选择性指数却增加（表

６），说明羊草是绵羊嗜食的牧草，虽然黄囊苔草在群落

中的比例基本没有随牧压的改变而改变，但随牧压的

增大，绵羊显著增加了对其的采食比例，说明黄囊苔草

也 是绵羊的喜食牧草种［４１］。在重度放牧区，绵羊没有

表７　不同放牧强度主要植物种生态位宽度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ｎｉｃ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ｍａ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植物种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放牧强度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ＮＧ　 ＭＧ　 ＨＧ

西伯利亚羽茅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０．２８　 ０．０９　 ０．００

米氏冰草Ａ．ｍｉｃｈｎｏｉ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０６

黄囊苔草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１８

糙隐子草Ｃ．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３５

羊草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１７

星毛委陵菜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６

克氏针茅Ｓ．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３１

采食西伯利亚羽茅和米氏冰草，被迫采食了先前不喜食的星毛委陵菜［３９］，这主要与群落中这些牧草的数量与易

接近程度有直接关系［４２］，因为群落中星毛委陵菜的数量增加到了４０％以上（表３），进一步说明在优质牧草不足

的情况下，绵羊也会采食先前不喜食的牧草种类，尽管绵羊具有很强的选择性［４３］，且这种选择性受群落中牧草资

源的影响较大［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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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啮齿动物食性较为复杂，因为多数啮齿动物除了

采食牧草茎叶外，还采食植物根系、牧草种子和无脊椎

动物［４５］，所以在 分 析 啮 齿 动 物 采 食 牧 草 种 类 时，只 能

进行粗略的 估 测，不 能 确 定 相 对 准 确 的 采 食 比 例［４６］。

虽然链烷技术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比较牧草和啮齿动物

粪便（或胃肠内容物）中的链烷模式来评价其所食牧草

的比例［１９］，但羊 草 样 地 围 栏 内 植 物 种 类 较 多，达 乌 尔

黄鼠食性较为复杂，受试验条件和方法的限制，本研究

只能粗略估测出其采食了３种牧草，而且对羊草的采

食最多，建议以后结合其他方法进一步深入研究。受

群落中羊草数量的限制，达乌尔黄鼠在围栏内采食羊

草的比例显著高于围栏外，在围栏外放牧区，达乌尔黄

鼠主要采食５～６种牧草，主要以禾草和杂类草为主，

此结果与王桂明等［１３］的研究结果类似，尽管群落中牧

草种类和数量随牧压改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达乌

尔黄鼠仍喜食羊草和糙隐子草，达乌尔黄鼠的这种选

表８　不同放牧强度３种食草动物营养生态位宽度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食草动物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放牧强度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ＮＧ　 ＭＧ　 ＨＧ

绵羊Ｏ．ａｒｉｅｓ － １．３１　 １．１９

达乌尔黄鼠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０．８６　 １．１５　 １．３５

亚洲小车蝗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 １．０７　 １．４５

表９　３种食草动物营养生态位重叠度

Ｔａｂｌｅ　９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ｉｎ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食草动物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达乌尔黄鼠

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亚洲小车蝗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绵羊Ｏ．ａｒｉｅｓ　 ０．０７９　１　 ０．０６１　９

达乌尔黄鼠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０．０７６　３

择性采食可能与鼠种有关［４７］，也可能与植物生长季节有关［４８］。本研究在放牧区黄鼠增加了对星毛委陵菜的采

食，这与群落中星毛委陵菜的生物量有关，说明鼠的食性与其栖息地牧草数量相关［４９］，同时也印证了啮齿动物的

食性受控于群落物种多样性的观点［９，５０］。

前人总结了很多的方法来评价蝗虫食性，但大多数方法只能对蝗虫采食的牧草种类进行归类［５１］，虽然嗦囊

内含物显微分析技术被广泛用于评价蝗虫的食性［５２］，但在实际应用中很难被推广［５３］，本研究应用链烷技术估测

的亚洲小车蝗食性主要以禾草为主，此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２８］，说明链烷技术可以较好地估测天然草

原蝗虫的食性。本研究发现，亚洲小车蝗的食性随牧草丰富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度放牧区，牧草种类及其地上

生物量较为丰富，蝗虫采食的牧草种类较为单一，相反，在重度放牧区，即牧草资源发生变化时，它们会改变其食

物选择性，扩大其食谱范围，如在重牧区增加了对星毛委陵菜的采食，降低了对克氏针茅的采食，这些结果与前

人［５４］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蝗虫的选择性采食是建立在食物丰富度基础之上，但对米氏冰草的采食例外，其原因

可能与季节变化和植被类型有关［８，１４，５５］，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生态位宽度是指一个种群在一个群落中所利用的各种不同资源的总和［３７］。当食物资源充足时，食草动物利

用最适于其生存和最方便利用的食物资源，导致营养生态位变窄［５２］，当食物资源短缺时，它们则尽量发挥其资源

利用潜力，促使生态位变宽［１３］。本试验随放牧压力的增加，绵羊的生态位变窄，并不是放牧区食物资源丰富的结

果，而是资源严重不足造成的［３９，５６］，说明群落中食物资源匮乏、可利用牧草资源的减少也会限制绵羊的选择性采

食，这也是退化草地对过度放牧做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放牧直接改变了群落中牧草的种类组成和数量［３９］，植

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又影响了小型食草动物的食物结构和栖息地环境［５７，５８］，进而改变了群落中小型食草动物的

种群结构［８，５９］，小型食草动物的选择性采食又改变了植物群落的空间竞争格局，从而影响植物群落结构和多样

性［６０］。本研究发现，随牧压的增大，群落中优势植物种及其生态位发生了改变，依附于其中的达乌尔黄鼠和亚洲

小车蝗成为群落中的优势种，由于其可食的牧草种类增加以及二者有着广泛的食物资源取食潜力［５２，６１］，故此，其

生态位变宽。这暗示了过度放牧是草地退化的直接原因，而退化草地植被类型演替为小型食草动物喜食的牧草

种类，扩大了其食谱范围，从而使喜食该类牧草的鼠、虫种群增加，造成鼠、虫害发生。而鼠、虫通过肆虐地采食、

挖洞等干扰活动，加剧了植被退化演替进程［３］。

不同种群生态位重叠就意味着对食物资源存在竞争，尤其在食物资源不足时［６２，６３］。本研究达乌尔黄鼠和亚

洲小车蝗的生态位宽度都接近于绵羊的生态位宽度，并且生态位重叠程度类似，说明３种食草动物的食谱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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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物资源存在激烈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对优质羊草的竞争。造成食草动物生态位重叠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动物

本身对植物的选择性采食和食物资源的可利用性是主要因素［１３，６４］。此外，种群的密度也是影响生态位重叠的一

个重要因素［６５］，一个种群的密度增加会严重影响另一个与之生态位重叠的种群数量，它们之间是负相关关系［１６］。

本研究随着牧压的增加，群落中鼠的密度明显降低（表１），由于在无牧区内没有得到蝗虫的密度，但在放牧区蝗

虫的密度也同样降低（表２）。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野生食草动物（鼠和蝗虫）种群数量增加也会影响放牧家畜

的数量，因为一旦鼠、虫害发生，绵羊的食物资源将受到严重的威胁，进而影响放牧绵羊的种群数量和生产力的发

挥。因此，控制放牧压力，合理利用草原是防止鼠、虫害发生的有效措施，同时，控制鼠、虫的种群密度，防止鼠、虫

害的发生对保证放牧家畜的食物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李永宏．内蒙古锡林河流域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在放牧影响下的分异和趋同［Ｊ］．植物生态学报，１９８８，１２（３）：１８９－１９６．

［２］　汪诗平，李永宏，王艳芬，等．不同放牧率对内蒙古冷篙草原植物多样性的影响［Ｊ］．植物学报，２００１，４３（１）：８９－９６．

［３］　江小蕾．植被均匀度与高原鼠兔种群数量相关性研究［Ｊ］．草业学报，１９９８，７（１）：６０－６４．

［４］　崔越．利用ＧＩＳ辅助分析草原放牧活动对蝗虫群落的影响［Ｊ］．畜牧兽医学报，１９９９，３０（６）：５７４－５７６．

［５］　宛新荣，刘伟，王广和，等．浑善达克沙地小毛足鼠的食量与食性动态［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６（２）：２２３－２２７．

［６］　汪诗平．内蒙古典型草原放牧绵羊体增重与放牧率之间的关系［Ｊ］．草业学报，２０００，９（２）：１０－１６．

［７］　Ｋａｎｇ　Ｌ，Ｃｈｅｎ　Ｙ　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ｔｅｐｐｅｓ［Ｊ］．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９５，２（３）：２６５－２８１．

［８］　邱星辉，李鸿昌．围栏禁牧对羊草草原和大针茅草原蝗虫丰富度的影响［Ｊ］．应用生态学报，１９９７，８（４）：４０３－４０６．

［９］　刘伟，周立，王溪．不同放牧强度对植物及啮齿动物作用的研究［Ｊ］．生态学报，１９９９，１９（３）：３７６－３８２．

［１０］　付和平，武晓东，杨泽龙．不同干扰条件下荒漠啮齿动物生态位特征［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５，１０：２６３７－２６４３．

［１１］　Ｍｙｓｔｅｒｕｄ　Ａ．Ｄｉｅ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Ｆｅｎｎｏｓｃａｎｄｉａ［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０，１２４：１３０－１３７．

［１２］　Ｌｉｕ　Ｂ　Ｗ，Ｊｉａｎｇ　Ｚ　Ｇ．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ｓ　ｇａｚ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６８（２）：２４１－２４６．

［１３］　王桂明，周庆强，钟文勤．内蒙古典型草原４种常见小哺乳动物的营养生态位及相互关系［Ｊ］．生态学报，１９９６，１６（１）：７１－

７６．

［１４］　康乐，陈永林．草原蝗虫营养生态位的研究［Ｊ］．昆虫学报，１９９４，３７（２）：１７８－１８９．

［１５］　Ｍｅｌｌａｄｏａ　Ｍ，Ｏｌｖｅｒａｂ　Ａ，Ｑｕｅｒｏｂ　Ａ，ｅｔ　ａｌ．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ｄｏｇ（Ｃｙｎｏｍｙ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ｕｓ）ａｎｄ　ｂｅｅ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ｉｎ　ａ

ｄｅｓｅｒｔ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５，６２：４４９－４５８．

［１６］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Ａｔｌｅ　Ｍ，Ｇｕｎｎａｒ　Ａ．Ｓｈｅｅｐ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５，１４３：３５７－３６４．

［１７］　汪诗平．几种草食动物日粮植物组成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比较［Ｊ］．草业学报，１９９５，４（３）：８－１６．

［１８］　肖金玉，侯扶江，于应文，等．链烷技术估测放牧动物牧草采食量与消化率［Ｊ］．草业学报，２００５，１４（４）：１２５－１３０．

［１９］　Ｄｏｖｅ　Ｈ，Ｍａｙｅｓ　Ｒ　Ｗ．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ｗａｘ　ａｌｋａｎｅｓ　ａ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４２：９１３－９５２．

［２０］　Ｄｏｖｅ　Ｈ．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ｌｋａｎ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ａｘ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ｇｅ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２，４３：１７１１－１７２４．

［２１］　刘贵河，林立军，张英俊，等．饱和链烷技术测定绵羊食性食量精确性研究［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９（７）：１３５６－１３６３．

［２２］　Ｌｉｐｐｋｅ　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ｂｙ　ｒｕ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ｎ　ｐａｓｔｕｒｅ［Ｊ］．Ｃｒｏ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４２：８６９－８７２．

［２３］　刘贵河，汪诗平，张英俊，等．链烷技术估测典型草原放牧牛食性食量方法研究［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６）：６９３－６９８．

［２４］　郑阳，徐柱，Ｔａｒｏ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等．内 蒙 古 典 型 草 原 优 化 放 牧 管 理 模 拟 研 究———以 内 蒙 古 太 仆 寺 旗 为 例［Ｊ］．生 态 学 报，

２０１０，３０（１４）：３９３３－３９４０．

［２５］　单贵莲，徐柱，宁发，等．围封年限对典型草原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Ｊ］．草业学报，２００８，１７（６）：１－８．

［２６］　韩文军，春亮，侯向阳．过度放牧对羊草杂类草群落种的构成和现存生物量的影响［Ｊ］．草业科学，２００９，２６（９）：１９５－１９９．

９０１第２２卷第１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３年



［２７］　王利清，杨玉平，董维惠，等．典型草原鼠类群落结构研究［Ｊ］．中国草地学报，２０１２，２６４（３）：７５－８１．

［２８］　卢辉，韩建国．典型草原三种蝗虫种群死亡率和竞争的研究［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８，１６（５）：４８１－４８４．

［２９］　卢辉，韩建国，张泽华．锡林郭勒典型草原植物多样性和蝗虫种群的关系［Ｊ］．草原与草坪，２００８，３：２１－２４．

［３０］　于遵波，洪绂曾，韩建国．草地生态资产及功能价值的能值 评 估———以 锡 林 郭 勒 羊 草 草 地 为 例［Ｊ］．中 国 草 地 学 报，２００６，

２８（２）：１－６．

［３１］　潘庆民，白永飞，韩兴国，等．内蒙古典型草原羊草群落氮素去向的示踪研究［Ｊ］．植物生态学报，２００４，２８（５）：６６５－６７１．

［３２］　Ｆｕｌｓ　Ｅ　Ｒ．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ｔｃｈ－ｏｖｅｒ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２３：５９－６９．

［３３］　Ｐｉｃｋｕｐ　Ｇ，Ｃｈｅｗｉｎｇｓ　Ｖ　Ｈ．Ａ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ｃｅｄ　ｄａ－

ｔ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５：５９７－６１７．

［３４］　Ｈｏｌｅｃｈｅｋ　Ｊ　Ｌ．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ｒａｔｅ［Ｊ］．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ｓ，１９８８，１０：１０－１４．

［３５］　刘贵河，张英俊，汪诗 平，等．影 响 内 蒙 古 典 型 草 原３种 牧 草 饱 和 链 烷 回 收 率 的 因 素 研 究［Ｊ］．草 业 学 报，２００６，１５（４）：

１０９－１１４．

［３６］　Ｄｏｖｅ　Ｈ，Ｍｏｏｒｅ　Ａ　Ｄ．Ｕｓｉｎｇ　ａ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ｋａｎｅ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ｕ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ａｘ［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４６：１５３５－１５４４．

［３７］　张金屯．数量生态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７－９７．

［３８］　Ｖａｎ　Ｄｙｎｅ　Ｇ　Ｍ，Ｈｅａｄｙ　Ｈ　Ｆ．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ｌｅ　ｄｉｅｔｓ　ｏｎ　ａ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Ｊ］．Ｈｉｌｇａｒｄｉａ，１９６５，

３６（１３）：４６５－４９２．

［３９］　汪诗平．不同放牧率下绵羊的食性及食物多样性与草地植物多样性间的关系［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２）：２３７－２４３．

［４０］　汪诗平．不同放牧季节绵羊的食性及食物多样性与草地植物多样性间的关系［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６）：９５１－９５７．

［４１］　Ｂｏｏ　Ｒ　Ｍ，Ｌｉｎｄｓｔｒｏｍ　Ｌ　Ｉ，Ｅｌｉａ　Ｏ　Ｒ，ｅｔ　ａｌ．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ｄｉｅｔ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ｎ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３，４６：４７９－４８２．

［４２］　Ｄｕｍｍｏｎｔ　Ｂ，Ｐｅｔｉｔ　Ｍ，Ｄｈｏｕｒ　Ｐ．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ａｔｔ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ｃｋｓｆｏｏｔ　ｐａｔｃｈｅｓ［Ｊ］．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４３：１－１５．

［４３］　汪诗平，李永宏．放牧绵羊行为生态学研究 Ｖ．采食行为参数与草地状况的关系［Ｊ］．草业学报，１９９７，６（４）：３１－３８．

［４４］　王旭，王德利，刘颖，等．不同放牧率下绵羊的采食量与食性选择研究［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２，３４（１）：

３６－４０．

［４５］　赵天飙，梁炜，秦丰程，等．草原黄鼠生态学研究概述［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９（２）：１２５－１２９．

［４６］　邹波，宁振东，王庭林，等．花鼠的食性和食量研究［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１９９７，８（６）：４６９－４７１．

［４７］　曹伊凡，林恭华，卢学峰，等．柯氏鼠兔的食性分析［Ｊ］．动物学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１）：５８－６２．

［４８］　杨维康，刘伟，黄怡，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大沙鼠的食性［Ｊ］．干旱区地理，２０１１，３４（６）：９１２－９１８．

［４９］　娜日苏，苏和，武晓东．五趾跳鼠的植物性食物选择与其栖息地植被的关系［Ｊ］．草地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３）：３８３－３８８．

［５０］　王梦军，宛新荣，钟文勤．食草动物与植物的相互关系［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０（５）：３９－４３．

［５１］　Ｎｅｌｓｏｎ　Ｍ　Ｌ，Ｇａｎｇｗｅｒｅ　Ｓ　Ｋ．Ａ　ｋｅｙ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ｆｏｏ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Ｔｈｅ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Ｂｏｉａｎｉｓｉ，

１９８１，２０：１１－１２６．

［５２］　王世贵，马小梅．浙江杭州地区红褐斑腿蝗的食性选择及其取食生态位［Ｊ］．植物保护，２００９，３５（４）：３９－４３．

［５３］　Ｎｏｒｂｕｒｙ　Ｇ　Ｌ，Ｓａｎｓｏｎ　Ｇ　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ｅ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１７：１－７．

［５４］　贺达汉，郑哲民．荒漠草原蝗虫营养生态位及种间食物竞争模型的研究［Ｊ］．应用生态学报，１９９７，８（６）：６０５－６１１．

［５５］　Ｅｄｗａｒｄ　Ｅ　Ｗ．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ａｌｌｇｒａｓｓ　Ｐｒａｉｒｉｅ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ｄｒｏｕｇｈｔ［Ｊ］．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７３：１０３８－１０４４．

［５６］　韩苑鸿，汪诗平，陈佐忠．以放牧率梯度研究内蒙古典型草原主要植物种群的生态位［Ｊ］．草地学报，１９９９，７（３）：２０４－２１０．

［５７］　武晓东，阿娟，付和平，等．人为 不 同 干 扰 条 件 下 荒 漠 啮 齿 动 物 群 落 格 局 的 动 态 特 征———动 物 与 植 物 群 落 的 典 型 相 关 分

析［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５９９９－６０１７．

［５８］　Ｔｏｒｒｕｓｉｏ　Ｓ，Ｃｉｇｌｉａｎｏ　Ｍ　Ｍ，Ｗｙｓｉｅｃｋｉ　Ｍ　Ｌ．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Ｏｒｔｈｏｐｔｅｒａ：Ａｃｒｉｄｏｉｄｅａ）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０１１ ＡＣＴＡ　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１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　ｐａｍｐ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９，２９（２）：２２１－２２９．

［５９］　钟文勤，周庆强，孙崇潞．内蒙古白音锡勒典型草原 区 鼠 类 群 落 的 空 间 配 置 及 其 结 构 的 研 究［Ｊ］．生 态 学 报，１９８１，１（１）：

１２－２１．

［６０］　赵成章，周伟，王科明，等．黑河上游蝗虫与植被关系的ＣＣＡ分析［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１２）：３３８４－３３９０．

［６１］　白雪薇，史献明，董国 润，等．河 北 省 塞 北 管 理 区 达 乌 尔 黄 鼠 食 性 调 查［Ｊ］．中 国 媒 介 生 物 学 及 控 制 杂 志，２０１０，１２（４）：

３８２－３８３．

［６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ｉ　Ｎ，Ｄｕｎｃａｎ　Ｐ．Ｄｉｅｔ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ａｔｒｉ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ｔｅｎｓ（Ｍａｒ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Ｍａｒｔｅｓ　ｐｅｎｎａｎｔｉ）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ｍｍａ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８５（３）：４７０－４７７．

［６３］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Ｂ　Ａ，Ｐｅｌｌｉｚａ　Ｓ，Ｄａｖｉｄ　Ｅ，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ａｎａｃｏ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６８（４）：９２４－９３８．

［６４］　Ｓｃｏｔｔ　Ａ　Ｗ．Ｎｉｃ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ｇｕｉｌｄ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ｚ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７３（４）：１４３１－１４４４．

［６５］　程中秋，张克斌，刘建，等．宁夏盐池荒漠草原区天然草地植物生态位研究［Ｊ］．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１，１８（３）：３６－４０，４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Ｔａｋｉｎｇ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Ｕ　Ｇｕｉ－ｈｅ１，ＷＡＮＧ　Ｇｕｏ－ｊｉｅ２，ＷＡＮＧ　Ｓｈｉ－ｐｉｎｇ２，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ｊｕｎ３，

ＷＡＮ　Ｘｉｎ－ｒｏｎｇ４，ＨＡＯ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４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ｋｏｕ　０７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３，Ｃｈｉｎａ；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Ｏｖｉｓ　ａｒｉｅｓ，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ｔｅｐｐｅ，ｗ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ｍａｉｎ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ｕｎｅ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ｎ－ａｌｋａ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ｙｍ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ｉｐａ
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ａｃａｕｌ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ｅｘ　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Ｏ．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　Ａｃｈ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ａｎｄ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ｍｉｃｈｎｏｉ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Ｏ．ａｒｉｅｓ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Ｐ．ａｃａｕｌｉｓ．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ｉｎ－
ｓｉ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ｕｔ　Ａ．ｍｉｃｈｎｏｉ，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　ａｎｄ　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ｇｅｓ－
ｔｅｄ　ｉｎｓｉｄｅ　ｆ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ｆｅｎ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ｈａｖｉｎｇ　ｎ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ｔ，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ｒｙｌｏｖｉｉ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ｉｃｈｎｏｉ　ａｎｄ　Ｐ．ａｃａｕｌｉ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ｓｑｕａｒｒｏｓａ．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ｏｆ　Ｏ．ａｒｉｅｓ　ｗａｓ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　ａｎｄ　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ｔｅｐ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ｃａｕｌ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ｐｏｌｉａｔ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ｙ　Ｏ．ａｒｉｅｓ，Ｓ．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Ｏ．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ｐｅ；Ｏｖｉｓ　ａｒｉｅｓ；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ｒｏｐｈｉｃ
ｎｉｃｈｅ

１１１第２２卷第１期 草业学报２０１３年


